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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整理出版少数民族语言会话读本，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濒危语言的保护和传承
，是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意义非凡
。本书从少数民族语言角度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字以及风俗习惯，
每天一句，每本366句。这是每个少数民族对外宣传的“名片”，有利于我国文化及我国
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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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鄂温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主要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新疆，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地区等，据不完全统计，人口有17万余人。中国的鄂温克族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辖的辽阔草原和广袤的兴安岭地区，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讷河、嫩江、甘南等市
县，以及新疆的部分地区。依据2000年我国人口普查结果，鄂温克族有30505人。
“鄂温克”（EWENKE）是本民族的自称，表示“从高山上下来的人们”之意。鄂温克
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有着极严谨而系统的语音形态和语法形
态变化规则，内部还分有多种方言土语。鄂温克族有萨满信仰，信奉“万物有灵论”，
进而崇拜自然界的万物。
鄂温克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在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
，居住于贝加尔湖以东，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南北和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室韦诸部
中的“北室韦”“深未恒室韦”“钵室韦”与鄂温克族先民有关，而《新唐书》中记载
的“鞠部”涵盖了鄂温克族祖先。鄂温克族从公元8世纪开始接触和经营畜牧业，13世纪
初进入农耕生产与农耕文化社会。鄂温克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称谓，直到20世纪50
年代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还分别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其中，被称
为 “索伦”的鄂温克族人口最多，约占本民族总人口的85%，他们主要经营农业和畜牧
业；被称为“通古斯”的鄂温克族主要居住于呼伦贝尔的锡尼河与莫日格勒河流域的牧
场，从事草原畜牧业生产活动，他们占鄂温克族总人口的14%左右；被称为“雅库特”
的鄂温克族人口最少，只约占鄂温克总人口的1%，他们居住于额尔古纳河右岸，以经营
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传统产业为生。由于鄂温克族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有所不同，
他们在生活的诸多领域，包括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各自有了许多地方性特征。例如。
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婚俗、服饰、饮食、房屋、交通用具，以及艺术、审美等诸多
领域均有十分显著的区别，而这更加丰富和发展了鄂温克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文明。
1957年，国家根据鄂温克族全体人民的要求，取消对于他们的各种他称，将他们的族称
统一为“鄂温克”。并于1958年8月1日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成为全国三个少民族自治
旗之一，从此鄂温克族同其他55个民族一起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经过45年的建设和发展，鄂温克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有了自己的
工业、畜牧业、加工业、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特别是畜牧业、具有民族特色的加工业、
拥有民族品牌的文化产业、富有浓郁的地方自然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旅游业，发展得十分
迅速，进而成为鄂温克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他们每年以“敖包会
”“瑟宾节”“那达慕”等传统节日为纽带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旅游活动，以及
各种经贸洽谈活动，为鄂温克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他们建设更加
美好幸福的家园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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